
这位头发花白的阿婆已近 62 岁，而那位步

履蹒跚的阿公则已达 80 高龄，当这些平均年龄

66 岁的老年居民一一走上电脑培训室的讲台前，

庄重地从区科技局、区科协等领导手中接过参加

电脑培训的结业证书时，他们心中重新绽放的自

信，他们对提升自身信息素质的渴望，顿时化作

了脸上灿烂的笑容。这是发生在深圳市龙岗区尚

景社区 2008 年电脑培训班结业式上的生动一幕。

1 信息素质的内涵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变革，社会生产、生活和

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处于一个信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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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今世界，作为科学素质重要组成的信息素质，已逐渐成为人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我国公民的信息素质总

体水平不高，尤其老年居民的信息素质偏低，他们在信息获取和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解决健康、生活问题等方面处于弱

势地位。深圳市龙岗区尚景社区从 2005 年开始举办了“老年人电脑学习班”，深受社区老年居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发

展，他们在培养和提高社区公众尤其是老年人信息素质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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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y necessary for people. In our country, the overall level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citizens is not high, especially that of the elderly res-

idents, so they are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obtaining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s well as in solving problems in terms of

health and life by making use of information. Shangjing community of Longgang District in the city of Shenzhen started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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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的时代，信息对人们的观念、行为产生了

深刻影响，也对人们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

求，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教育逐渐成为

社会发展的趋势。

信息素质的概念首先是从图书馆检索技能

发 展 和 演 变 过 来 的 。 美 国 产 业 协 会 主 席

Paulzurkowski 在 1974 年首次提出了“信息素质”

概念。“信息素质就是人们利用多种信息工具

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1989 年美国

图书馆协会在一个报告中认为，信息素质能够

使人们知道何时需要信息、需要何种信息并能

够有效地利用所需信息。1998 年，美国全国图

书馆协会和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制定了信息素

质的九大标准，分信息素质、独立学习和社会

责任三方面的表述，丰富了信息素质的内涵。

在我国，信息素质通常被定义为：从各种信息

源检索、评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信息社会

劳动者必须掌握的终身技能。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信息素质的

认识更加丰富和深入。我们认为，信息素质，

即使用信息工具，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并有

效地发现、评价和利用所需要的信息，解决当

前存在问题的能力。信息素质教育不仅是学校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终生学习”、

建立“学习型社会”[2]的基础，是各门学科、所

有学习环境和所有不同层次教育的重要因素之

一。尤其是随着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

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信息素质与网络信息化

技术发展日益密切相关，人们在使用信息技术

工具方面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们获取信息方面的

差距，使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了影响，产生了

“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是指一种包含三

方面典型特征的现象：全球鸿沟，指的是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接入网络方面的差距；

社会鸿沟，涉及每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

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民主鸿沟，指的是那些使

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

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距[3]”。会使用电脑、网络

等信息技术工具以及收集、获取、整理和利用

信息认识、判断和解决问题，具备一定的信息

素质逐渐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和交往的基本要

求，是每个公民能够平等地享有信息技术给社

会带来的福利的基本权利。“信息素质教育是

在造就具有合格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和信息

能力的 21 世纪的‘网络公民’，它不应仅被视

为对基本文化素质教育的一种补充，而是在信

息时代对教育观念的重新定义以及对教育过程

的重新设计和构建。”[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信息素质已成为信息社会公民重要生存技能之

一，是构成科学素质的要素，是现代社会公民

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老年居民的需求
我国信息素质教育起步较晚，公民的信息

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尤其老年居民作为一个特

殊人群，信息素质普遍偏低。信息技术的产生

和发展使更多公众平等地获取信息，但并没有

根本解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老年

居民就是这一问题的重要一环，他们在通过信

息工具获取、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解决健康、生

活问题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很难适应现代信

息社会发展的要求。

学会使用信息工具以及利用信息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已成为许多老年人的普遍愿望。例如，

许多老年居民对乘坐地铁时需使用的自动售票

机心存疑惑，而还有一些老年居民希望通过查

询网上的电子地图，为自己的出行提供方便。

面对银行的自助取款机，一些老年居民有过因

操作迟缓被“吞卡”的经历，而期望学会使用

网上银行，快捷进行基金、股票交易的老年居

民也大有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时髦”

一把，给老朋友、老同事发个电子贺卡，是许

多老年居民的热望；而通过电子邮件，将在电

话里难以释放的那份“情”，与远在天涯的儿女

相互交流，更是许多老年居民的企盼。还有的

希望从网络上获取信息、选取合适医院、了解

食品安全，以及自制电子相册、参与社区网上

摄影展或文化节，等等。事实表明，老年居民

的信息素质较低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甚至生

存状况，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生存状况不仅是老

年居民的普遍渴望，也是老年人这一群体应该

享有的社会权利。为满足老年居民的上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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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地提升他们的信息素质。

由此，近几年与提高社区居民的信息素质

相关的科学培训应运而生。深圳市龙岗区尚景

社区举办的“老年人电脑学习班”深受社区老

年居民的欢迎，使老年居民老有所为，成为当

前我国社区培养和提高公众尤其是老年人信息

素质的成功典范。

3 应运而生的 野科学冶 培训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老年居民需

求，深圳市龙岗区尚景社区依据区委、区政府

的相关规划，在区科技局、科协等相关部门支

持下，依靠社区工作站自身努力和社会各界的

协作，从 2005 年至今，坚持定期举办“老年人

电脑学习班”，扎扎实实地培养老年人利用电脑

和网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提高他们的信

息素质。

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使学习班的运行有条

不紊。学习班由设备、管理、教学三个基本部

分组成，这三个部分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

成了一个有机系统。

第一，设备完备。社区政府投入了一定的

公共经费购买了基本设备，为学习班提供了物

质基础。

第二，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保障了学习

班正常运行。学习班由社区学校负责管理，学

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四个不同管理部门负责日

常管理，四个管理部门都有明确的分工，各负

其责。整个管理系统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

管理者由社区管理者兼职，职责明确；二是，

管理系统如日常管理制度和教学计划的制定，

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特殊性，体现了对老年人

的人文关怀；三是，制定了较为明确和严格的

入学程序和学习制度等。

第三，以教学内容为中心，教学制度别具

特色。学习班为学员充分酿造了一个较为宽松

和自由的教学氛围；自编了既实用又适用的教

材；采取面授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此外，

学习班还建立了教学和学习激励机制，如定期

展示学员的创作成果、建设学员之间的交流平

台、出版报纸等，这些有利于增强学员自信心、

成就感，为学员创造了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

会，实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培训班创建了适合老

年人的科学教学模式。首先，针对老年人的特

点，采用内外结合的教学模式，即随着学习的

深入，逐步建立室内室外两结合的教学模式。

教室———每周面授一次。另外每周开放两晚教

室，供学员自修，老师下班辅导。网络———自

编视频教程，通过网络电话及电子邮件，每天

教学一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的作业，均通过

电邮反馈。其次，自编了适合老人的教材，即

根据“不求系统，只讲实用”的原则，自编了

两套教材：初级班教学讲义八讲和提高班视频

教程五十讲。第三，通过展示、宣传、表彰和

奖励等手段，对参加培训的学员实施了全方位

的激励机制。

4 充分体现老有所为
尚景社区电脑学习班的开办，使老年居民

掌握了一些与电脑和网络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实

用技能，提升了他们的信息素质，为其与社会

进行沟通开辟了新途径，使老年居民真正体验

到老有所为。

例如，一位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 64 岁老

人，一生充满了传奇，她早就想将自己的经历

记下来留给后人，但一直无法实现。在学了不

到 1 个月的电脑后，她只用了 15 天 （每天最多

有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就在写字板写下了充

满酸甜苦辣的 3 万多字回忆录。

当老师教授了用 word 进行简单的排版和艺

术加工，用电脑绘画、收发电子邮件后，每个

学员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子信箱，学会了压缩和

解压文件，从而能利用信箱收发教程、提交作

业和进行信息反馈。一位 65 岁的学员在给老师

的一封电邮中写道：“肖老师，您好！从电脑

中听您授课，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如今

学习班结束，我仿佛丢失一件珍贵的物品，魂

不守舍！我永远是您的学生，希望您今后仍要

多多指导和帮助我，十分感激！”

学员们还学会了使用视频通讯。凡是家里

上了网的学员，全部安装了 Skype 和 QQ 两种视

频聊天。81 岁的学员老孙就常利用视频电话和

在美国工作的孩子通讯。老俩口虽与孩子远隔

张 锋 信息素质院 老年居民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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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洋，却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儿媳肚里 7 个月

小孙孙的录像，小家伙手捧脑袋口咬脚趾的调

皮动作乐坏了他们。学员陶老也用视频电话和

远在新加坡的女儿联系。结果，用 QQ 聊天成了

学员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网络为老年居民们

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自从会用电脑后，有些学员学会了在电脑

上炒股。一些学员尝试通过网络搜索资料，自

行解决疑难。如通过网络购买打折机票；求教

新浪网“爱问知识的人”，解决“冰箱保险格为

什么有时会流水”等生活问题。还有一些学员

用电脑自带的录音机录音，并制作成简单的录

音文件发送给朋友共享。一些学员们学会了下

载和安装常用软件，如“报纸阅读器”，及时阅

读全国 400 多种报纸，免费订阅电子杂志，观

看网络电视，还经常下载喜爱的歌曲欣赏。还

有的学员学会了简单的电脑维护知识，如如何

设置个性化的桌面；能够定期对电脑进行病毒

清除等。

经过电脑培训，老年居民掌握了许多电脑

操作基本技能，可以利用电脑打字、上网、绘

画、收发电子邮件、写自传、通讯、购物、炒

股等等，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也使得他们增强了社会自我认同感，提高了他

们的生活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生活信心，激发

了他们的生活热情，还促进了老年人与青年人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

5 典型的意义及启示
深圳市龙岗区尚景社区举办的“老年人电

脑学习班”，在培养和提高老年居民信息素质方

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给予我们深刻启示。

首先，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应根据人群

的特点和需要，注重和利用社区文化等环境因

素和条件，创立一定的模式，采用不同的信息

内容和形式，还要有一套相应的系统、完善的

保障制度。

其二，掌握必要的信息知识和技能是公众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信息素质对人们的行为活动

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发

展，利用信息工具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素

质。培养公众使用信息工具的技能能够提高他们

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有效地改善他们生活、

工作、学习状况，是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必

然趋势。

其三，信息知识和技术普及应当关注社会

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正原则。“信息素养是

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可以理解为人们应

享有信息素养教育的平等权利, 以实现终身学习

的目标[5]”。使每个人享有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

体现了科学技术发展应当惠及每个人的最高价值

和目标要求。培养和发展老年人信息素质，让他

们享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不仅是他们适

应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尊重和维护人的

基本社会权利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

其四，掌握必要的信息知识和技能将会改变

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利于改善人们处理工作生活

中遇到问题的能力，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促进信息社会人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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